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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在小学美术课程中的开发应用
蒋美玲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 要】：地区经济的落后、教师资源和课程资源的落后，让很多地方的小学对美术课望而却步。但近些年来，农村地区的美

术课程也逐渐受到重视，人们更加关注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农村地区教学资源匮乏、师资不足、教学设备落后和美术课程开

设不足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导致学校美术课程的开发成为了一大难题。不少专家学者提倡利用农村地区当地的民俗文化作

为美术教育的丰富资源，大力开发农村地区的乡土文化、民间艺术，将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到美术课程当中，不仅丰富了农村地区

的美术课程资源，满足农村小学美术的课程需求，也让当地的文化得以传承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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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ckwardness of regional economy, teacher resources and curriculum resources make many local primary schools shy away

from art.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art curriculum in rural areas has gradually been paid attention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ut the contradiction of lack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eachers, backward teaching

equipment and insufficient art curriculum in rural areas has not been solved, 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art curriculum has

become a big problem.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advocate using the countryside local folk culture as the rich resources of art education,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ural areas of local culture, folk art, folk culture resources into the fine arts curriculum, not only enriched the art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meet the demand of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fine arts curriculum, also make the local culture to

inheritance and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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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提出要“实现规模化教育与

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在实施路径中也提出“充分发挥基

层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部鼓励各校

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应用，将地方民俗文化与课程融合，拓宽

学生的视野，丰富学校课程资源，保障不同地区的学校学生都

可以得到均衡的发展、全面的发展。

1 民俗文化开发应用的背景

2011年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指出：“地方美术课

程资源非常丰富，各地区的美术教研机构、研究人员和教师应

该努力做好开发工作。”可见，国家对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的高

度重视，鼓励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投入到开发地方资源的实践

中。而教师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发展需求和教学实

际需要是最为了解的，也作为教材和学生之间连接的纽带，在

开发美术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外来文化入侵的程

度较轻，还保留着当地古朴、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一些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何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小学美术课程融

合起来，关键就在于开发人员和小学生之间的融合。民俗文化

资源的开发者必须时刻以学生的需求为首要条件，调查当地民

俗文化的来龙去脉，将《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作为重要参

考，整理当地资源，采取有特色的美术资源。

虽然国家将一定的课程事权下放到地方与学校，鼓励地方

和学校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不少学校也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卓越方案，但对于农村小学来说，教师队伍的薄弱等各种原

因导致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成效没有想象的乐观，无法完成或

是完成结果差都是非常常见的，更有学校也直接放弃了对校本

课程的开发，直接采用地方统一规定使用的教材，美术课堂缺

少了开放性和创新性。在了解了重庆、贵州、海南等城市的一

些农村民间艺术、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决定对民俗文化在小学

美术课例中开发应用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2 民俗文化开发应用的意义

2.1是小学美术课堂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民俗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部分，将民俗文化与小学美术

课程融合，是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避免出现一些文

化后继无人的情况，同时也加强了传统美术与现代美术课堂之

间的融合，让更多的小学生可以了解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

文化自信和民族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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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加强了美术课程与生活的联系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美术课程要贴近学生

的现实生活，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让学生意识

到美术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而是生活当中所有人都能触

手可及的。民俗文化与小学美术课程的融合，也加强了美术课

程的趣味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增强了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兴趣。

2.3丰富了农村小学美术课程的内容

根据国家新课程计划，学校可以就本校学生和教师实际情

况，结合当地地方特色进行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丰富学校的

美术课程内容。根据常用的几个版本美术教材，美术课程中最

常见的就是简笔画、素描、剪纸、手工制作等内容，民俗文化

的融合，可以为小学美术课堂提供更多宝贵的资源，如傩面具、

脸谱、年画、糖人等。

3 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应用原则

农村地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美术资源，这些美术资源是小

学生学习美术最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大部分民俗文化都是没有

经过商业化开发的，是最原始的美术资源，深深扎根与当地人

民的日常生活中，内容有趣也较为通俗易懂，生动地反映了地

方的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的开发，不仅能让小学生了解自己家

乡独特的文化，还能激发小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兴趣与喜爱。因

此民俗文化的开发，对于小学美术课程来说是开放性的一项成

就，能够丰富小学生的审美观。

民俗文化中包含着多种丰富的美术资源，但鉴于小学生发

展的特殊性和小学生需求的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民俗文化都

可以融入小学美术课程中。民俗文化的选择首先要根据《义务

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的规定进行选择，要与校内原本的美术课

程紧密连接，不能完全脱离原有的美术课程进行教学；其次，

小学美术课程主要是学习一些简单的内容，雕刻、篆刻、双面

绣等资源难度过于大，不符合小学生的能力；最后民俗文化的

选择要符合国家课程标准，符合社会的标准，符合学生的需求，

宗教等文化是禁止进入到小学美术课堂的。以下是民俗文化开

发应用的原则：

3.1彰显地方特色

农村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拥有着得天

独厚的美术资源，美术资源种类多且便于开发。小学美术与其

他阶段的美术课程不同，因此在选取美术课程资源时更突出强

调其适应性。在开发农村地区的民俗文化时，要尽可能地选取

能够代表地方特色的美术资源，即具有代表性的美术资源，帮

助学生直接了解到当地的民俗文化，也促使民俗文化的传承与

传播。例如在四川，较具有特色的就是脸谱的制作、贵州黔东

南的傩面具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美术资源，远近闻名，可以列入

当地小学的美术课程资源的选择范围内。选择具有特色的民俗

文化资源，融入小学美术课堂的教学中，能够让学生在更贴近

生活的学习氛围中接受美术教育的熏陶和感染。

3.2尊重小学生发展规律

民俗文化包括当地的建筑、音乐、习俗等多方面内容，小

学生受其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民俗文化的接受程度上是大

不相同的。首先，在选取适合融入小学美术课程的民俗文化资

源时，要考虑到 6-12岁儿童发展的特点，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

喜欢难度恰当的内容，即需要付出一点努力就能达成目标的内

容，难度过大的内容容易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其次，不

同学段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取向，选取美术资源时要根据学段

的不同，选取不同难易程度的民俗文化；最后，尊重学生的兴

趣也是必不可少的，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选取学生感兴趣

的美术资源，才能真正上好一节美术课。总之，在民俗文化中

开发农村小学的美术课程资源时，要尽可能地以学生为主体，

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尊重学生的兴趣，为学生营造一个

良好的美术学习氛围。

3.3反映美术学科特点

民俗文化中选取农村地方小学的美术资源，以学生为主固

然非常重要，但也不能丢失美术学科的特点，完全脱离地方或

国家规定的美术课程内容来进行，地方小学的美术课程更多是

作为统一的美术课程的补充开展。因此选取民俗文化时还必须

兼顾其美术学科本身的特点，不能只是一味地尊重学生和地方

特色的原则，而失去了美术学科的特征，就偏离了我们选取民

俗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程的初衷了。

4 民俗文化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教学对策分析

4.1关注学生需求，引导学生参与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学科当中，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都是必要的，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忽视学生的课一定不会

有高的成效。在小学美术课程教学中也是同样的，教师要关注

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要保护学生的求知欲，满足学生的学习、

发展需求，以学生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美术课程中也可以创新

更多的开放性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家中询问老一辈人当地的民

俗文化，探究当地民俗文化发展的历程，选取自己喜欢的内容

来进行艺术创作，再带来与同学和老师分享交流，美术课程的

形式应该不拘束于传统美术课程的一种模式。

4.2更新传统理念，大力开发民俗文化资源

当前很多教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对民俗文化进

行开发利用的原因，或是因为能力的不足，或是没有意识到其

重要性，学校管理人员必须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美术课程资

源的校本课程开发中，确定课程资源开发小组，共同合作到当

地一些地方中了解民俗文化，开发出这些最宝贵的资源。除此

之外，教师还要高度重视其美术课程的重要性，这是对小学生

美感的初步培养，即美育。部分教师课堂教学随意性强，随意

选取课堂内容，即使有很多优秀精选的美术教材，但还是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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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随意让学生画画来应付，没有达到美术教育的目标。所有

教师务必要抛开这种错误思想，把美术课程看作可有可无的课

程，导致学生也对美术课程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4.3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美术课程与数学这种强调逻辑性的学科课程不一样，小学

美术课程更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轻松愉快的创作环境。传统

的美术课程上虽然也给了学生很多开放活动的空间，但学生还

是很难在教室里可以随意活动，一是担心课堂纪律松散教师难

以掌控，二是恐怕学生发生意外受伤，三是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尤其是低年段的学生，在其身心发展还不健全，没有自制力、

自我约束力的情况下，允许学生随意活动更是难上加难。但是，

美术课氛围本应该是轻松随意的，学生之间能够相互交流、相

互分享作品，这对提高学生学习美术兴趣、学生之间的关系、

师生关系等都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4.4整合民俗文化与美术课程，体现教育价值

民俗文化的种类非常之多，包括着刺绣、脸谱、建筑、面

具等多种，民俗文化的融入不是一成不变地搬进小学美术课

堂，而是通过专业的修改、调整、整合的过程，最终系统性地

进入到小学美术课堂中进行教学的。尤其是一些民俗文化背后

流传的故事，也是需要加工再进入到小学美术课堂中。小学阶

段与其他学段不同，小学生是非判断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成年人

的水平，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信息的误导，因此，民俗文化进

入到小学美术课程中，也要把握好这些课程资源的质量，拒绝

出现一些错误的意识引导学生，应当传递更多民族精神、人民

群众的精神。另外，民俗文化的融入必须遵循国家美术和地方

美术课程的标准，不能完全脱离统一规定的美术课程进行民俗

文化的教学。

4.5提升教师综合素养

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教

师虽然有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但还是一成不变地进行传统的美

术教学。尤其是在民俗文化的开发中，教师要做好准备成为一

名研究型教师，积极参与民俗文化的开发，也从中锻炼自己的

能力。同时教师还要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教学技能，加强美术课

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和动手操作环节，让学生能在美术课堂找

到自己的兴趣点和闪光点，发现自己的优势，从而提升对美术

的兴趣和喜爱，更是为小学阶段美育的培养和熏陶做好准备。

学校也要尽量地为学生提供提升综合素养的平台，建立学校集

体备课制度或区域备课团体，由众多教师参与到美术课程的教

学准备中，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优质的美术课程。总之，教师

的能力与素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程教学的质量教师必须坚

持不懈地提升自身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不断反省提升自

己。

5 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中国流传很多年的一句话，每个

地方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民俗文化就是最好的

艺术教育的题材。中国 56个民族，34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同

的区域也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融入到美

术教学中，更多的也是一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在进行撰写前，调查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一些优

秀的民俗文化正在悄然地退出人们的视野中，这也让人感到痛

惜。民俗文化与美术课程的融合就缓解了这样一个难题，也给

小学美术课程增添了许多活力，但融合是一件伟大而又艰难的

事情，需要更多专业的学者和一线教师不断地去探索融合的出

路，完善民俗文化中的美术资源开发。一线教师也需要多进行

教学反思，如何让小学生更有意愿地接受这些独特的民俗文

化，但一线教师要做的远不止于此，还要参与到校本课程的开

发当中。在美术教学中，要学会利用身边资源，走出课堂，挖

掘更多有特色的课程资源融入美术教学中。同时，也要担起传

承民间文化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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